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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
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
谁知该杂志的一位&ldquo;权威&rdquo;竞说什么&ldquo;纳西学何有之？
&rdquo;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
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
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
一套纳西学丛书。
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
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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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庚勝纳西学论集》讲述了为了更好地收藏、展示、研究东巴文化，云南省及丽江地、县人民
政府于80年代先后在东巴文化的故乡丽江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与东巴文化博物馆。
十余年来，这两个机构成了对外宣传东巴文化的窗口，很好地发挥了各自的功能。
如东巴文化博物馆先后接待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政府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官员。
他们还曾先后赴瑞士、加拿大进行东巴文化展览，举办东巴文化讲座，为国争了光。
东巴文化研究所则一直埋头于东巴经典全集的翻译工作。
有关研究人员还从事大量的田野调查，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曾在1983年召开东巴座谈会，第一次请居住在滇、川、藏三省区的东巴名师云集
于丽江登台献艺，解惑释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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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庚胜，纳西族，1957年2月14日生于云南丽江的一个农民家庭。
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分党组
书记，现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
　　1977年人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习。
1980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
1987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被派往日本大阪专攻日本学。
1989年学成归国后于1990&mdash;1996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先后攻读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
、语言文化学专业硕士、博士课程，并分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2年考取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并于199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8年至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俗学专业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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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从多方面、多角度立体而深刻地开掘了东巴文化的内涵，代表了国内纳西文化研究的较高水
平，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智慧与实力。
他们是国际东巴文化研究的核心力量。
　　为了更好地收藏、展示、研究东巴文化，云南省及丽江地、县人民政府于80年代先后在东巴文化
的故乡丽江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与东巴文化博物馆。
十余年来，这两个机构成了对外宣传东巴文化的窗口，很好地发挥了各自的功能。
如东巴文化博物馆先后接待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政府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官员。
他们还曾先后赴瑞士、加拿大进行东巴文化展览，举办东巴文化讲座，为国争了光。
东巴文化研究所则一直埋头于东巴经典全集的翻译工作。
有关研究人员还从事大量的田野调查，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曾在1983年召开东巴座谈会，第一次请居住在滇、川、藏三省区的东巴名师云集
于丽江登台献艺，解惑释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这期间，我国学者还在北京、昆明、丽江、迪庆等地成立了许多旨在保护东巴文化艺术、开发东巴
文化艺术资源、深化东巴文化艺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如中国纳西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会纳西族分
会、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迪庆纳西文化学会就是这样一些组织。
就在不久前，由白庚胜任会长的国际纳西学学会宣布成立，终于使分散在我国各地与世界各国的有关
团体与个人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组织与联合。
一个全球性继承、发展、研究、开发东巴文化艺术的时代已经到来。
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顺应，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面临着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文化的转型，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东巴文化研究界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宣传、开发工作，最大几次行动为1989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ldquo;东巴文化艺术展
览&rdquo;、1994年在北京丽都饭店举行的&ldquo;东巴文化艺术节&rdquo;、1999年在云南丽江举行
的&ldquo;19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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